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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%!摘%要"%目的%了解我院 #$$[ 年产科出生新生儿的出生状况和新生儿科住院病人的疾病谱) 方法%对我

院 #$$[ 年 ! 月至 !# 月期间出生或住院的 ! CBC 例新生儿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#并与同期全国资料作

比较) 结果%

$

该时期在我院产科出生的新生儿共 ! !$$ 例#早产儿比率为 #6Bb$剖宫产比率为 [C6#b#高于全

国资料%C"6#b#9h$6$!&$新生儿死亡率为 $6#b$早产儿的母亲中产前出血*先兆流产及孕期感染的发生率明显

高于分娩足月儿的母亲)

%

该时期在我院儿科住院新生儿共有 BBC 例#早产儿占 BE6$b) 与全国资料比较#住院

新生儿中早产儿*窒息*呼吸窘迫综合征%9Q8&*败血症*颅内出血等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资料) 住院新生儿

病死率为 $6"b) 结论%

$

我院过高的剖宫产率有待于控制$

%

做好孕期保健和胎儿监测工作#减少早产儿*9Q8*

败血症和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我院新生儿死亡率) !中国当代儿科杂志#>??@#AA$@%&BDS CBD@"

!关%键%词"%流行病学调查$疾病谱$病死率$新生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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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%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#新生儿的救治存活率已

经明显增高#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均降低#治

愈好转率提高) 最近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

学组%新生儿学组&曾组织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住

院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!!##"

#分析了 #$$[ 年我国住

院新生儿状况以及疾病谱和转归) 本研究总结了我

院 #$$[ 年产科和新生儿科住院病人的流行病学资

料#并与同期全国资料进行比较#旨在发现本院出生

新生儿状况和疾病谱的特点#以指导临床工作)

AI对象与方法

A6AI调查对象与方法

#$$[ 年 ! 月 ! 日至 #$$[ 年 !# 月 B! 日在我院

产科出生的新生儿共 ! !$$ 例#在儿科住院的新生

儿 BBC 例) 这些病例全部纳入调查) 根据新生儿学

组的调查方法!!"

#分为产科新生儿和儿科住院新生

儿两部分分别填表#采用全国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

的表格进行填写) 资料由专人录入 T/(Q2,2程序#

(_BD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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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转换成 8088数据库)

A6>I统计学方法

应用 8088 !!6[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#计数资料

分析采用
!

#检验#9h$6$[ 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)

>I结果

>6AI产科新生儿资料

我院 #$$[年产科分娩的新生儿共 ! !$$人#男女

比例为 !6!En!#其中足月儿 ! $D[ 人%"D6Db&#早产

儿 #[ 人%#6Bb&#胎龄和体重分布见表 !) ""6"b

的婴儿为自然受孕#$6!b的婴儿为试管婴儿)

BB6[b的婴儿为第 ! 胎#B$6Db为第 # 胎#第 B 胎及

以上者占 B[6Eb) E[6Eb的婴儿为第 ! 产#!B6!b

的婴儿为第 # 产#!6!b婴儿为第 B 产)

表 AI胎龄与体重分布
%b&

分组
胎龄%周&

h#E #E j B# j BD j lC#

体重%G&

h! $$$ ! $$$ j ! [$$ j # [$$ j lC $$$

足月儿 $ $ $ ""6_ $6C $ $ $6D "B6$ _6B

早产儿 $ ![6E EC6# $ $ $ !$6[ #!6! _E6C $

%%产妇年龄小于 #[ 岁*#[ jB[ 岁和 B_ jC[ 岁者

分别占 #D6Cb*D$6#b和 #6Cb$$6Db的产妇有过

孕期服药史$#6[b的产妇有过孕期感染史#其中

#$6$b发生在妊娠 B 个月内#B#6$b发生在妊娠

B jD个月#CE6$b发生在 D 个月以后) 感染类型主

要是上呼吸道感染 %D[6$b&#念珠菌性阴道炎

%!#6[b&#梅毒 %E6Bb&#支原体感染 %C6#b&等$

$6Eb的产妇有先兆流产史$[6_b的产妇有妊娠高

血压综合征%妊高征& %轻度妊高征占 !"6$b#中度

妊高征占 ##6Cb#重度妊高征占 [E6_b&$!_6Cb的

产妇有胎膜早破$$6Db的产妇有产前出血)

产妇的产科病史中#_$6[b有流引产史#其中人

工流产者 "E6Bb#自然流产者 !6Db$既往有早产史

的占 $6!b$死产史 $6Cb)

本次分娩中'双胎 !6Bb#单胎 "E6Db$胎位不

正 !#6[b$羊水过多 !6"b$羊水过少 D6Db$分娩

方式中#自然分娩 C[6[b#产钳助产者 $6#b#胎头吸

引 $6!b#剖宫产者 [C6#b) 剖宫产原因中#社会因

素占 ##6Eb#产道因素占 #6Db#胎儿因素占 BC6"b#

胎盘脐带因素占 #!6!b#既往有剖宫产史者占

_6!b#母亲疾病者占 [6Eb) 与全国资料比较#本院

胎儿宫内窘迫*脐带异常*妊高征*胎膜早破*胎盘老

化*胎位不正*羊水污染和剖宫产发生率均高于全国#

差异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性%9h$6$[ 或9h$6$!&$本

院产妇的产前出血*先兆流产和孕期感染的发生率

均低于全国资料#差异有非常显著性%9h$6$!&#见

表 #)

产科分娩的新生儿中#窒息的发生率为 $6Bb

%! 分钟>/G23评分 $ jB 分者占 $6!b#C jD 分者占

$6#b&#低于全国资料%C6Eb&

!!"

$产科新生儿中随

母出院占 ""6[b#转新生儿科占 $6Bb#死亡占

$6#b#死亡原因主要为胎死宫内)

本研究将早产儿的母亲与足月儿的母亲的情况

进行了对比#发现早产儿的母亲中#产前出血*先兆

流产及孕期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足月儿的母亲#

差异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性%9h$6$[ 或 9h$6$!&)

见表 B)

表 >I产科新生儿中母亲情况与全国资料比较
%b&

项目 全国发生率!!" 本院发生率
!

# 值 9值

产前出血 #6_ $6D ![6BDD h$6$!

宫内窘迫 !$6! !#6# C6"_C h$6$[

脐带异常 ##6" #"6" #E6DE" h$6$!

妊高征 C6# [6D [6!B[ h$6$[

胎膜早破 !B6C !_6C D6E"# h$6$!

胎盘老化 !6[ D6B !"!6B$$ h$6$!

胎位不正 E6D !#6[ !E6!!D h$6$!

先兆流产 B6# $6" !"6_$[ h$6$!

羊水污染 !C6D #!6_ BB6"CE h$6$!

孕期感染 C6[ #6[ !$6ED$ h$6$!

剖宫产 C"6# [C6# !$6[[# h$6$!

%%表 DI产科早产儿母亲疾病与足月儿母亲比较
%b&

项目 总发生率 足月儿母亲 早产儿母亲
!

# 值 9值

产前出血 $6D $6_ [6" _6"$D h$6$!

宫内窘迫 !#6# !#6! !_6D $6BC[ l$6$[

脐带异常 #"6" #"6E BB6B $6!$B l$6$[

妊高征 [6D [6_ [6B $6$$C l$6$[

胎膜早破 !_6C !_6B #!6! $6B$[ l$6$[

胎盘老化 D6B D6# [6" $6$CB l$6$[

胎位不正 !#6[ !#6B ##6# !6_$D l$6$[

先兆流产 $6" $6E [6B C6_[$ h$6$[

羊水污染 #!6_ #!6C ##6# $6$$E l$6$[

孕期感染 #6[ #6B !$6[ [6!E_ h$6$[

(DBD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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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6>I儿科住院新生儿资料

#$$[ 年 ! 月 ! 日至 !# 月 B! 日在儿科住院的新

生儿共 BBC 人#其中早产儿占 BE6$b#足月儿占

_#6$b) 适于胎龄儿*小于胎龄儿和大于胎龄儿的

比例分别为 _!6$b*BC6Db和 C6Bb) 住院新生儿

中早产儿*窒息*呼吸窘迫综合征%9Q8&*败血症*病

毒感染*肺炎*呼吸暂停*黄疸*颅内出血和胃食道反

流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资料!#"

#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

显著性%9h$6$[或9h$6$!&) 见表 C)

转归'治愈 DC6[b%#C[ \B#"& #好转 ##6[b

%DC \B#"& #自动出院 #6!b%D \B#"& #死亡 $6"b

%B \B#"& )

将住院的足月儿与早产儿的疾病进行比较#发

现早产儿 9Q8*呼吸暂停*黄疸的构成比明显高于

足月儿#而足月儿中窒息*缺氧缺血性脑病%JAT&和

败血症的构成比明显高于早产儿#差异有显著性或

非常显著性%9h$6$[或9h$6$!&#见表 [)

%表 OI住院新生儿的疾病构成比与全国资料比较
%b&

项目 全国!#" 本院
!

# 值 9值

早产儿 #_6# BE6$ C$6E"$ h$6$!

窒息 !D6! #B6B "6!CC h$6$!

JAT !E6[ !!6B "6D_! h$6$!

<>8 B6_ !6E #6"[E l$6$[

9Q8 #6[ D6_ BB6$B[ h$6$!

败血症 [6$ E6$ _6!E$ h$6$[

病毒感染 !6B B6! D6!"B h$6$!

肺炎 C_6# [C6! E6"_# h$6$!

呼吸暂停 B6$ D6$ !E6#E$ h$6$!

黄疸 CE6# E[6C !E#6#B# h$6$!

冷伤 #6" #6_ $6$#C l$6$[

颅内出血 D6D !#6D !!6_[B h$6$!

脐炎 [6D B6B B6B!" l$6$[

湿肺 !6" B6$ #6CCB l$6$[

胃食道反流 !6! [6C [_6_#! h$6$!

胃潴留 !6# !6E !6$#B l$6$[

消化道出血 !6E B6$ #6"B_ l$6$[

%%表 RI住院早产儿疾病构成比与足月儿比较
%b&

项目 本院 足月儿 早产儿
!

# 值 9值

窒息 #B6B B$6! !#6D !B6$[_ h$6$!

JAT !!6B !D6$ #6C !_6$ED h$6$!

<>8 !6E #6[6 $6E !6#!$ l$6$[

9Q8 D6_ B6$ ![6! !_6#D[ h$6$!

败血症 E6$ !!6$ B6# _6B[" h$6$[

病毒感染 B6! C6$ !6_ !6CC! l$6$[

肺炎 [C6! [[6$ [B6_ $6$_! l$6$[

呼吸暂停 D6$ B6$ !B6[ !B6!D[ h$6$!

黄疸 E[6C E!6D "#6$ _6_DE h$6$!

冷伤 #6_ B6$ #6C $6!$! l$6$[

颅内出血 !#6D !#6E !#6D $6$$! l$6$[

脐炎 B6B C6[ !6_ !6"_" l$6$[

湿肺 B6$ C6[ $6E B6CE$ l$6$[

胃食道反流 [6C C6$ D6" #6C$$ l$6$[

胃潴留 !6E #6[ $6E !6#!$ l$6$[

消化道出血 B6$ B6[ #6C $6B$! l$6$[

DI讨论

本资料中 #$$[ 年我院剖宫产发生率为

[C6#b#高于全国资料%C"6#b&) 其中社会因素剖

宫产占 ##6Eb#低于全国资料%BE6!b&) 资料显

示#在剖宫产原因中#社会因素呈逐年上升趋势) 社

会因素已经成为剖宫产率增高的第 # 位原因!B j["

)

世界卫生组织在 #$ 世纪 E$ 年代初即提出剖宫产率

不应超过 ![b的目标# 目前发达国家的剖宫产率稳

定于 [b j#$b # 国内大部分城市医院剖宫产率为

C$b左右# 目前尚未达到稳定水平# 还在继续上

升!["

) 剖宫产率的升高# 在一定范围内可降低孕产

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#但可能会带来母婴健康的一

些不利影响#如产妇麻醉意外*大出血*感染*损伤*

羊水栓塞等风险将大大增加# 而且 [ 年内的并发症

如盆腔炎*月经不调*腰痛*异位妊娠等远高于阴道

分娩者) 因此严格掌握剖宫产的手术指征# 减少剖

宫产发生率是非常重要的)

本研究发现#我院产妇妊高征*胎膜早破*胎位

不正*羊水污染*胎盘老化*脐带异常及胎儿宫内窘

迫的发生率高于全国资料) 妊高征的病因至今尚不

明确#一旦发生可严重影响孕妇和胎儿健康#常可引

起胎儿宫内窘迫和宫内生长受限#造成新生儿窒息

和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) 胎膜早破则可使得早产*

窒息发生率和新生儿败血症危险性增加#龚培玉

等!_"报道胎膜早破后新生儿窒息*肺炎的发生率均

明显增高) 脐带和胎盘是母体与胎儿间氧及营养物

质的输送通道#胎盘老化和脐带异常可引起胎儿供

血*供氧不足#胎儿宫内缺氧缺血可造成胎儿宫内窘

迫) 因此#做好孕产妇管理#预防胎膜早破发生#积

极处理妊高症*胎盘老化等一系列妊娠期并发症#改

善宫内环境#可有效降低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

息的发生)

#$ 世纪 "$ 年代新生儿的三大主要病种为肺

炎*败血症和硬肿症!_"

) 而吴青等!D"报道'#$$[ 年

住院新生儿的主要疾病以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*新

生儿黄疸和神经系统疾病为主#表明新生儿的主要

疾病中#感染性疾病的比例逐渐减少#而非感染性疾

病的比例逐渐增高) 本院资料也显示儿科住院新生

儿的疾病谱中黄疸所占的比例高达 E[6Cb#其次为

肺炎%[C6!b&和新生儿窒息%#B6Bb&)

新生儿窒息一直是新生儿领域中的重要疾病#

也是造成新生儿脑损伤的主要原因) 我院产科出生

的新生儿中窒息的发生率为 $6Bb#低于同时期全

(EBD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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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但儿科住院的新生儿中窒息

所占的比例为 #B6Bb#高于同期全国的资料

%!D6!b&

!#"

#提示本地区基层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的

新生儿窒息复苏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)

9Q8是早产儿的常见疾病和死亡原因之一)

本院 #$$[ 年住院新生儿中早产儿比例明显高于全

国资料!#"

#同时9Q8比例也远远高于全国资料) 提

示我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孕产期保健工作#积极处

理妊娠期合并症#在减少早产儿发生的同时#对不可

避免的早产要积极做好9Q8的防治工作)

另外本院住院新生儿感染性疾病如肺炎*败血

症*病毒感染的比例也高于全国资料#提示感染性疾

病目前仍然是我院新生儿疾病防治工作的重点#而

这些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多与母亲孕产期感染等围产

因素有关#因此加强围生期保健#积极防治孕产妇围

生期感染#对于降低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十

分重要)

由于医院所在地域和疾病构成不同的原因#高

胆红素血症在新生儿科疾病谱中的比例存在有差

别) 王晓茵等!E"报道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占住院

病人的 C6#b$文序等!""报道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

占住院病人的 CE6Db) 本院住院新生儿中高胆红

素血症所占的比例高达 E[6Cb#明显高于全国水

平) 其中生理性黄疸占 ["6!b#而病理性黄疸分类

中构成比依次为感染性黄疸%C#6[b&*原因不明

%C#6[b&*新生儿溶血病 %!C6#b&*K_0Q缺陷

%$6Eb&等) 此结果显示#感染因素在新生儿高胆

红素血症的原因中占主要地位)

关于新生儿病死率#本院虽只有 $6"b#低于全

国的 !6#b) 但另有 #6!b自动出院的患儿中#多半

是因为病情危重而放弃的#他们的预后是很差的)

对这一部分患儿的随访#将有助于获得比较客观的

新生儿病死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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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幼儿行为发展与贝利量表评定方法讲习班招生通知

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将于 #$$" 年 !$ 月 #" 日至 !! 月 [ 日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-婴幼儿

行为发展与贝利量表评定方法讲习班.#系统介绍婴幼儿行为发展的基本知识#培训婴幼儿心理评估方法及心理发育

障碍的早期诊断*干预) 培训结束#学员授 A类学分 !$ 分) 为保证教学质量#学员人数限 #$ 名#详情登录 UUU6

:'(51.'#$$"6:+.# 联系电话'$DB!LE[#"#!#C%罗学荣&或 $DB!LE[[B!DE!%黄菲&$TL.2(5'5@+Z3V;(/6=()26:+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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